
金刚经鬼害怕 金刚经上班族背诵心得体会
(大全10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金刚经鬼害怕篇一

金刚经，是佛教中非常重要的经典之一，它以简洁的文字和
深刻的意义，引导人们超越烦恼和贪念，追求心灵的至高境
界。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忙碌的上班族们往往很难有时间
去修行和品味这部经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上班族开
始尝试将金刚经背诵进入日常生活中。在背诵金刚经的过程
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部经典的智慧和力量，下面我将分
享我在这一过程中的体会和体验。

首先，背诵金刚经让我更加了解自己。每天忙碌的工作和生
活，常常让我迷失在琐碎的事务中，难以发现自己内心的真
实想法和需求。而通过背诵金刚经，我不仅可以减少烦恼和
杂念，更重要的是，我逐渐开始关注自己内心的声音。在背
诵的过程中，我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每一个字词上，这样才
能准确地完成背诵任务。而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发现了自
己内心深处希望追求的东西，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真
实的需求。

其次，背诵金刚经让我学会了放下和忍耐。背诵一部经典并
非易事，需要长时间和耐心的坚持。而在这个过程中，我渐
渐明白了，放下杂念和焦虑，静下心来专注在一件事上的重
要性。无论我工作中遇到多么困难的问题，无论生活中有多
少烦恼和纷纷扰扰，通过背诵金刚经，我学会了放下一切杂
念，专注于背诵的过程。这既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修炼，也



是保持安宁和平静的一种方式。

第三，背诵金刚经让我获得了人生的智慧和启示。金刚经虽
然文字简练，但其中蕴含的意义却是极其深刻和宏大的。在
背诵的过程中，我不仅能记住字句，更能深入思考其中的意
义和教诲。金刚经中提到了人生的苦、空、无常等重要观念，
通过背诵，我渐渐悟到了人生的无常和短暂，以及内心的满
足和善巧的修行之道。这些智慧和启示不仅让我在工作和生
活中更加睿智和明达，也为我寻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目标。

第四，背诵金刚经让我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和力量。虽
然我们每天忙于工作和生活，但无论身在何处，背诵金刚经
时我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这种共鸣让我感受到了身处社会
中并不孤独，相反，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方式中寻求内心的安
宁和善巧修行的道路。在背诵经文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许
多人的共同努力和智慧，这使得我更加有动力坚持背诵下去，
并且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体验和心得。

最后，背诵金刚经不仅是一种修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通
过背诵金刚经，我渐渐培养了专注和坚持的品质，学会了放
下和忍耐，获得了人生的智慧和启示，体验到了人与人之间
的共鸣和力量。这些品质和体验不仅在背诵经文的过程中得
以体现，更在我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因此，背
诵金刚经既是为了修炼自己，更是为了追求内心的安宁和生
活的幸福。

通过背诵金刚经，我体验到了这部经典带给我乃至上班族们
的智慧和力量。我将继续坚持背诵下去，让金刚经的智慧在
我工作和生活中发光发热。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上班族可
以尝试背诵金刚经，让这部经典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灵魂之书，
引导我们走向内心的宁静和智慧。



金刚经鬼害怕篇二

1、念起即觉，觉即不随。

2、不取于相，如如不动。

3、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4、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
生。

5、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6、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7、应无所住处生其心！

8、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

9、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

10、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
耨多罗三藐三

菩提。

11、无有定法，如来可说。

12、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

13、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4、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

15、如来者，即诸法如义。



16、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17、如筏喻者，法尚舍，何况非法。

18、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

19、若心有住，则为非住。

20、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21、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
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22、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

23、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

24、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25、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26、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
是故名一切法。

27、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28、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

29、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

30、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

31、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
声香味触法布施。



32、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33、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34、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

35、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36、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37、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

38、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39、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40、迷途经累劫，悟则刹那间。

41、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

42、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
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

43、所作福德，不应贪著。

44、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

45、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

46、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

47、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

48、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



49、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金刚经鬼害怕篇三

第一段：介绍背诵金刚经的背景和意义（200字）

现代社会中，上班族们每天都忙于工作，时间紧张，精力不
足。然而，正是在这样忙碌的生活中，他们更应该寻求内心
的平静与宁静。背诵金刚经，作为开启心灵之门的一种方法，
被越来越多的上班族们所接纳。金刚经是佛教中一部非常重
要的经典之一，它所包含的智慧和修行指导为上班族们提供
了宝贵的心灵粮食。

第二段：背诵金刚经的挑战与珍贵（200字）

背诵金刚经并非易事，特别对于念头繁杂的上班族来说更是
如此。然而，正是在这种挑战中，我们将收获更多。背诵金
刚经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而我们念诵经文的同时，也在培
养内心的专注和耐力。当我们专注于经文中的每个字句时，
我们便能逐渐领悟其中的智慧和内涵。背诵金刚经给予我们
一个宝贵的机会，通过与智慧结缘，找到真正的内心平静。

第三段：金刚经背诵给上班族带来的好处（300字）

背诵金刚经对上班族们带来的好处不可忽视。首先，金刚经
中的智慧能指导我们在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上得到独到的见解。
工作中的压力和难题可以通过修行经文中的修持方法得到有
效的化解。其次，背诵金刚经可以培养我们的专注力和耐心，
提高工作效率。长期以来，快节奏的生活使得我们更容易分
心和冲动，而背诵金刚经可以平静我们的内心，增强我们的
注意力。最后，金刚经的背诵也是一种宝贵的修行方式，可
以帮助我们修正贪嗔痴，提升我们的修行境界。这对于我们
在日常工作中面对各种挑战时，保持宽容、平和的心态特别
重要。



第四段：背诵金刚经的方法和心得（300字）

背诵金刚经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坚持和耐心。首先，
我们可以从每天坚持背诵一小段开始，逐步增加。其次，借
助现代技术，我们可以利用手机或平板电脑将金刚经音频下
载备听，这样在工作间隙也能够继续背诵。此外，我们还可
以将背诵金刚经与呼吸调节结合，通过深呼吸的方式，使我
们的心境更加平静。此外，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在自然环
境中背诵金刚经，亲近大自然，获得更多宁静的感受。最重
要的是，背诵金刚经需要有恒心和坚持，只有持之以恒地背
诵下去，才能真正受益于其中的智慧和修行法门。

第五段：总结金刚经背诵带来的改变和心得（200字）

通过背诵金刚经，我发现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态度有了不
小的改变。一方面，我更加从容应对工作压力，内心的平静
让我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问题和困难。另一方面，金
刚经背诵也让我逐渐明白，内心的满足和快乐并不取决于外
在的物质条件，而是来自于心灵的富足。背诵金刚经带给我
更多的是平和与智慧，给予我面对生活更多的选择和自主权。
因此，我坚信背诵金刚经是上班族们修行的一条重要途径，
也是我们提升个人修养和追求真正幸福的一种方式。

金刚经鬼害怕篇四

《金刚经》备受世俗社会之礼待，尤其是唐宋以后，皇家屡
发敕令，颁经于天下，以使万民传诵，永消灾祸。在官方的
大力提倡下，《金刚经》几乎成为一般民众的伦理教科书，
几乎是无家不有，无人不读，其普及之处，家晓户喻。

我与《金刚经》是有缘的。早在四十多年前,我独自陪伴我的
外婆在一座庵堂里生活,我见她每天清晨端坐在佛堂中,手捻
佛珠,两眼专注着面前那本黄色的线装书,嘴里老是在咕噜咕
噜地念着。我就问她念的是什么,她告诉我,念的是《金刚



经》。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佛教里有个《金刚经》。但当时的
我却是将《金刚经》连同佛教一道,一并视为迷信。

三十年后,我开始学佛,这时我几乎是本能的想到《金刚经》。
但那个时候这种书还不容易买到。一次我到省城去开会,听说
我地的一位在省城挂职的干部,买有这本经书。我当晚就赶去
他的住地,叫他带我去买。他一说天太晚,二说天下雨,到第二
天再说,但经不住我一再的坚持,他只得带我去书店。书是在
一家极小的私人书店中买的,算是有缘,我们去时小老板正准
备关门。

当晚,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这本经。但合上书之时我有一种失
望之感,我认为经书道理说得不多,但文字极为罗嗦,重复来重
复去,也不知最后到底说些什么,读经之前糊涂,读经之后还是
糊涂。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思考这是为什么。一部在佛
教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金刚经》,怎么到了我手里却全
然无味。后来我得出一个比较冷静的`结论:问题不在经,在我
的自身。《金刚经》问世两千多年来,不知度化了多少人,佛
教史上也不知有多少人从中获得智慧,这是铁的事实,肯定是
我没有读进去。从此,我强迫自己去读,读不懂也要读,觉得经
罗嗦也要读。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天天读经的习惯。一天,
当读至“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不异语者”时,我
顿感心中犹是一股电流穿过,哄的一下周身一麻,禁不住泪流
满面。当时的我顿觉自己无明深重,忏悔自己愚痴,佛在经中
将佛法真谛说得如此分明,我不仅不理解,反而视经语言罗嗦,
文字繁琐,实为大大的惭愧。打这以后,我天天读《金刚经》,
无论是出差还是外出旅游,我都要将经书带在身边,天天诵读。
后来我觉得带着一本书不是很方便,就干脆将经文全背诵下来,
日日跏趺坐,在心中诵读。

我深知《金刚经》是说无上之法,是直指佛法真谛;用《金刚
经》之理观察娑婆世界,无有不通;用《金刚经》之义透视一
切众生,无不通达见底;以《金刚经》之法指导修持,更是利益
万千,功德不可说。但因自己佛缘浅薄,慧根不利,资粮不足,



当处无我之时心生恐惧,而生退转。每每想到此时此境,心中
顿生惭愧。《金刚经》为旨,通达佛义“无我相,无人相,无众
生相,无寿者相,无法相也无非法相......”到那时自有一番
殊胜之境。

以金刚经为旨进行修持,这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一是要靠
与身俱有的根器支持;二是要靠自身今生正信进取。两者相辅
相成,互相促进。在这方面居家学佛人更为艰辛,因没有一个
学佛的大环境,没有专门的修持时间,也没有明人指导,一切都
需要自身时常保持清醒的意识,处于尘世而不染,出于污泥而
自清。世间的道理也告诉我们,付出得多就收获得多。荷花之
所以能出于污泥而不染,艳丽夺目,就是因为它汲取了污泥中
的养分,以促进自己的生长,居家学佛道理也是如此。

生命是难得的,是多世的因缘所至,一期生命的了结非常短暂,
稍稍不留意就“波波度一生”(禅宗六祖语),故而学佛人珍惜
生命,精进修持,识自本性,是今生一大幸事,万不可大意。

我与《金刚经》的缘份,也是我多年来熟读《金刚经》,并加
以思虑所获。但我也知道要体证《金刚经》佛理真谛,是一件
极不容易的事。必须要持之以恒地实践修持,要付出生命的代
价,要承受精神与身体的痛苦,这一点丝毫不假。我将这种身
心的痛与苦,视为消业。业不消,佛法难证,即便是偶有所得,
也会因业力作用,顿时退转,故而更不敢轻意放松自己。

以世间之评说,人生修行是一件苦事,但不修行更苦,而且苦无
尽头,苦海无边。我想在今后的修持征途中,必定还有许多磨
难。然而我坚信,有《金刚经》指引,有佛光普照,一定能冲破
层层魔障,进入无上的光明之道。

拓展阅读：念金刚经作用功德

请问：读诵金刚经有什么功德?



法清法师：首先要明白，读和诵是不同的。像学生那样出声
念课文就叫读;而诵有点像唱歌，诵的时候，每一个字音最后
都要归到“omahhum”三个音上，这样诵经，有助于打开体内
的气脉，对自己利益很大。当然，出声读经对自己也有利益，
只不过没有诵的利益大。读诵佛经，除过对自己有利外，还
对看不见的众生有好处。看不见的众生也即鬼神之类，因为
没有物质的身体，无法自己读经，需要借助我们来读。当我
们出声读时，它们会听，听了就能得利益。他们很聪明，至
少比我们聪明得多，因此，我们不懂的经典，它们听了也能
懂。

《金刚经》中告诉我们，读、诵、书写或帮人解说《金刚
经》，可以得到很大的功德利益。比如，读这部经的过程中，
若被人轻贱、轻视了，前辈子本来是要下地狱的罪业，也可
以得到抵消。按因果律，罪业是很难转的，该怎么报就要怎
么报的。但是，因为读《金刚经》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本来
是该当下地狱的罪业，现在被人骂骂就消除了。因此，在你读
《金刚经》的时候，如果有人骂你，要赶紧起来给人家顶礼，
因为你的罪业被他骂没了。

佛门中有一句话：骂我们的人是在给我们消灾!一般人总以为，
被人骂是吃亏。反过来说，骂了人好像是捡了大便宜!事实其
实不是这样。但一般人总是受不了被人骂，受不了眼前的一
点损失。平常我也跟大家讲，受人欺负了，福报就该来了。
吃一点亏，福报就建立起来了。吃亏真的是福啊!一定要相信
这一点!今后，如果碰到人家骂你，你要请人家吃饭。以这种
功德，才可以得到无上佛果。

《金刚经》中的许多话，好像是释迦佛专门对着我们现代人
的心态在说似的。但是这么好的道理，读读经就什么事都解
决了这么好的事，大家是不信的。佛所说的道理，都是真实
不虚，但这些道理不是一般人能信的，因为世俗人看待事物，
总是以自己先入为主的思维来认知。大家看到我们一楼有翡
翠，十几年前我做这个事的时候，经常去缅甸进货，那里的



市场上，假货比真货多，而且，假的看上去比真的还好看。
有时候，我见一些从福建来的游客光挑假的买，就用福建话
给他们指出来，可他们就是不信。看上去很好看的那些东西，
其实是用石头粉和塑料等化学的东西合成的。事情常常就是
这样，真理常常是没人信的。

佛说的道理都是真理，因为如此不可思议，所以，许多人听
了就哈哈大笑，根本不相信。但是信的人，就会按佛说的道
理去做，果报也一定不可思议。历史上很多名人是信佛说的
道理的，因此，会很虔诚地读诵和抄写《金刚经》，比如林
则徐等。

金刚经鬼害怕篇五

我与《金刚经》是有缘的。早在四十多年前,我独自陪伴我的
外婆在一座庵堂里生活,我见她每天清晨端坐在佛堂中,手捻
佛珠,两眼专注着面前那本黄色的线装书,嘴里老是在咕噜咕
噜地念着。我就问她念的是什么,她告诉我,念的是《金刚
经》。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佛教里有个《金刚经》。但当时的
我却是将《金刚经》连同佛教一道,一并视为迷信。

三十年后,我开始学佛,这时我几乎是本能的想到《金刚经》。
但那个时候这种书还不容易买到。一次我到省城去开会,听说
我地的一位在省城挂职的干部,买有这本经书。我当晚就赶去
他的住地,叫他带我去买。他一说天太晚,二说天下雨,到第二
天再说,但经不住我一再的坚持,他只得带我去书店。书是在
一家极小的私人书店中买的,算是有缘,我们去时小老板正准
备关门。

当晚,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这本经。但合上书之时我有一种失
望之感,我认为经书道理说得不多,但文字极为罗嗦,重复来重
复去,也不知最后到底说些什么,读经之前糊涂,读经之后还是
糊涂。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思考这是为什么。一部在佛
教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金刚经》,怎么到了我手里却全



然无味。后来我得出一个比较冷静的结论:问题不在经,在我
的自身。《金刚经》问世两千多年来,不知度化了多少人,佛
教史上也不知有多少人从中获得智慧,这是铁的事实,肯定是
我没有读进去。从此,我强迫自己去读,读不懂也要读,觉得经
罗嗦也要读。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天天读经的习惯。一天,
当读至“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不异语者”时,我
顿感心中犹是一股电流穿过,哄的.一下周身一麻,禁不住泪流
满面。当时的我顿觉自己无明深重,忏悔自己愚痴,佛在经中
将佛法真谛说得如此分明,我不仅不理解,反而视经语言罗嗦,
文字繁琐,实为大大的惭愧。打这以后,我天天读《金刚经》,
无论是出差还是外出旅游,我都要将经书带在身边,天天诵读。
后来我觉得带着一本书不是很方便,就干脆将经文全背诵下来,
日日跏趺坐,在心中诵读。

我深知《金刚经》是说无上之法,是直指佛法真谛;用《金刚
经》之理观察娑婆世界,无有不通;用《金刚经》之义透视一
切众生,无不通达见底;以《金刚经》之法指导修持,更是利益
万千,功德不可说。但因自己佛缘浅薄,慧根不利,资粮不足,
当处无我之时心生恐惧,而生退转。每每想到此时此境,心中
顿生惭愧。《金刚经》为旨,通达佛义“无我相,无人相,无众
生相,无寿者相,无法相也无非法相......”到那时自有一番
殊胜之境。

以金刚经为旨进行修持,这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一是要靠
与身俱有的根器支持;二是要靠自身今生正信进取。两者相辅
相成,互相促进。在这方面居家学佛人更为艰辛,因没有一个
学佛的大环境,没有专门的修持时间,也没有明人指导,一切都
需要自身时常保持清醒的意识,处于尘世而不染,出于污泥而
自清。世间的道理也告诉我们,付出得多就收获得多。荷花之
所以能出于污泥而不染,艳丽夺目,就是因为它汲取了污泥中
的养分,以促进自己的生长,居家学佛道理也是如此。

生命是难得的,是多世的因缘所至,一期生命的了结非常短暂,
稍稍不留意就“波波度一生”(禅宗六祖语),故而学佛人珍惜



生命,精进修持,识自本性,是今生一大幸事,万不可大意。

我与《金刚经》的缘份,也是我多年来熟读《金刚经》,并加
以思虑所获。但我也知道要体证《金刚经》佛理真谛,是一件
极不容易的事。必须要持之以恒地实践修持,要付出生命的代
价,要承受精神与身体的痛苦,这一点丝毫不假。我将这种身
心的痛与苦,视为消业。业不消,佛法难证,即便是偶有所得,
也会因业力作用,顿时退转,故而更不敢轻意放松自己。

以世间之评说,人生修行是一件苦事,但不修行更苦,而且苦无
尽头,苦海无边。我想在今后的修持征途中,必定还有许多磨
难。然而我坚信,有《金刚经》指引,有佛光普照,一定能冲破
层层魔障,进入无上的光明之道。

拓展阅读：读《金刚经》有感

一部佛光灿烂的《金刚经》,在今天这个国泰民安,佛教昌盛
的时代广为流传,在日益增多的居家学佛人的队伍中,读《金
刚经》的信众也越来越多,这真是盛世兴佛,佛兴盛世,是中华
民族的殊胜因缘。在读《金刚经》的人群中,不时听到这样一
种反映,即知道《金刚经》是一部功德无量之经,也怀着极大
的热情和向往去读这部经。但释迦牟尼佛却在这部经中反复
指出无法可说,无法可得,故而读来读去是一头雾水,不知如何
是好。到底是否有法可依,有法可学?我以为这的确是读经的
一个大问题,有必要加以深究并切实解决。

《金刚经》篇幅不长,但佛在经中却反复说到不应取法,不应
取非法,也说到如来无所说,也无法可得,即便是过去在然灯佛
所也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指出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
说法。如此说来真叫人有些难以琢磨。说了又说没有说,什么
也没有说;说没有说吧,又有一部《金刚经》摆在那里。其实
这正是《金刚经》大作之处,字里行间处处闪现着佛法的光茫,
只是我等小根小智,无明愚昧,见宝不识。因而落得一个见字
为字、见相落相,无法感悟到经中的理义。如何这样说?我们



不妨将《金刚经》剖开来看。

对于解决读者中如上疑团,经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细读:“须
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善提。
须善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
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
灭相。”佛在这里态度十分鲜明地告诉我们,发阿耨多罗三藐
三菩提心者,不要因为佛说过诸法非法,诸相非相,就以为一切
法都断灭了,就无法可学了,如此思维必定是一种偏知偏见。
由这段经文的反思,我们不妨再重读《金刚经》,难道释迦牟
尼佛就真的没有说法吗?不。经文通篇都在说法,而且说的是
大法,是金刚般若波罗蜜法,是最尊最上最第一的法。何以见
得?经文开篇佛就开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降伏
其心。接着指示一切菩萨应如何布施。继而又指出佛法如同
虚空不可思量一样,不可依思量而得,也不可以身相而见。若
是能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就是根本,是大法。难怪连须菩
提听到这里都要启问:“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
不?”须菩提并非多余担心,我们若干人不是感到无法可信,无
法可学吗?在以后的经文中,如来一而再,再而三的以众生之见,
以菩萨之见,以佛之见来解说这般若之法,以启迪众生智慧,通
达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既然说了法,那又为什么要反复强调无法可说,无法可取呢?这
并非如来想搅浑水,而是如来太子知众生之根性,那就是执著
贪婪。故而佛在说出法以后,又得花大气力告诫人们不要执著
于法,不要贪取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这是
何等的慈悲!我想如果没有众生执著的根习,《金刚经》有几
句话就够,佛既不需要花那么大的气力说那么多的话,也不需
要花那么大的功夫去破众生之执见。

众生执著了什么呢?佛在经中了了说明。略举几执:一是执著
于相。执著于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二是执著于法。贪
乐于小法,有为法;三是执著于福德。贪爱于有相布施之福德。



还有种种,不一一具说。执著有什么害处呢?佛在经中也一一
分别指出,执著相者那是执于虚幻,因一切相皆是不实,不过于
一合相。而且执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者,必生嗔恨,不得
解脱。执著于法者是人入邪道,不能接受大法之教,而一切有
为法,不过如梦幻泡影一般,最终不过以法束缚自己。执著于
福德也是同样,因为一切福德非福德性,故名福德,那也不过是
虚幻之物。

读《金刚经》不是无法可学,而是在学一根本大法,在学大般
若波罗蜜法。信奉这部大法,我们才能以般若之舟通达到光明
的彼岸。这是每一个读经之人必须要解决的正信。我们读这
部经不能仅仅将此作为一种功课来做,更重要的是深究经义,
知其根本,了悟佛所说,以找到自己下力之处。以《金刚经》
为师,指导自身学佛修持、信解受持。这才可算为一个真正的
读经之人。

以上所说,无非是笔者读经之见,偏知难免。《金刚经》智慧
本不可说,理义本不可说,功德也不可说。一切言语皆是不实
之词,无非是妄言妄语罢了。只是我亲闻若干同学同修读经找
不到下力处,便心生悲悯,忍不住说几句。但回头一望,想说的
无法说清楚,说清楚了的好像又不是想说的。只好无可奈何花
落去,我自重读《金刚经》。

金刚经鬼害怕篇六

星云大师是中国佛教界的一位杰出人物，他对佛陀的金刚经
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领悟。下面我将简述我通过阅读星云大师
关于金刚经的心得体会，对于佛法和人生有了新的认知和启
发。

第一段：修行的动因

在许多人的修行心路历程中，最初的动因都是因为承受不了
人生的压力，导致求助于佛法的修行方法。星云大师在阅读



金刚经时也有类似的感受：佛陀所讲述的“坐禅三昧”是超
越人类思维能力的境界，而人们日常生活所面临的问题和苦
恼，正是因为没有超越自己的思维和感性经验。因此，修行
之前必须沉下心来思考，仔细反思自己的人生之路和目的，
找到真正的心灵居所，才能真正的摆脱世俗之苦。

第二段：舍饭修行的境界

舍饭修行是佛陀所提倡的一种行善方式，是通过将自己的食
物，资产等物质财富和内心善良的情感分享给有需要的人群，
去达到修行的目的。星云大师在金刚经中认为，舍饭修行是
达成心灵与世界的和谐的途径之一，舍饭的人在修行过程中
要将自己的心灵与生活融入到整体中去，从而达到美学、道
德、情感、文化等方面的协调，形成真正的和谐社会。

第三段：空性和非常道

佛陀所讲述的空悟，即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在这
种认知上来看世界，不再被各种生命、事物和情感束缚，可
以摆脱个人的人生观，奋发于无限生命的宇宙观里。而非常
道是指非事物，非功德，非生死，从根本上认识人的身心本
质和人生起源，通过能解脱一切事物的非常道，成就真正的
自由。

第四段：佛法的阴阳

佛法也有着阴阳的理论，佛道的阴是指人类的欲望，是最大
的敌人。佛道的阳是指人心中道德的理念，是通过觉悟和行
善，一步一步达到救度和智慧的道路。在佛陀的教诲中，要
通过阴之内的阳，化解阴之外的阴。

第五段：修行的方法

星云大师在金刚经的阅读中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方



法——“明心静虑”，就是通过静心思考，观察外界和自我，
寻找真理和突破思维的限制，达到平静和自由。例如，在座
禅冥想时，要深层次地了解和思考自身的无常，深刻认识自
身的面貌和极限，在思考中，使自己消除个人恐惧和压力，
从而走向生命的平和与喜悦之道。

总之，通过阅读星云大师的金刚经心得体会，我们能够更深
入地认知佛法及其修行方法，了解如何掌握和平衡内外心灵
的力量以寻找人生的真正意义。最终，世界观，价值观和人
生态度所呈现出来的和谐与进步，是我们通过读经和思考的
唯一目标。

金刚经鬼害怕篇七

星云大师是中国佛教界的一位知名人士，他曾经广泛宣扬佛
法，传授禅修方法，影响了很多人的生命。其中，他研究金
刚经的心得颇有建树。金刚经以简洁、深刻的语言，诠释了
佛教的核心思想，也给我们指引了一条走向解脱之路的方向。
在星云大师的诠释下，金刚经更是变得生动而有易于理解的
特点，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修行具有重大意义。于是，本文
将为您分享星云大师的金刚经心得体会。

第二段：要义讲解

星云大师认为，金刚经的核心思想是“空、色、受、想、行、
识皆空”。这六个字，是佛陀为了帮助人们消除执著，达到
涅槃的目的，所讲的针砭时弊的真理。我们常以眼耳鼻舌身
意六根七情六欲来认识自己和世界的，但其实这六根七情六
欲实际上都是生起于心中的，而心中所记载的一切根源都是
造诸法空。只有认识到这个基本事实，才能真正抛开万物，
解脱苦海。星云大师特别强调，如果一位学佛者能够真正理解
“空”的意义，就能够真正生成智慧，走向解脱之路。

第三段：禅修方法



星云大师认为，禅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佛经中不容易
理解和领悟的智慧。禅修要理解的并不是严苛的道德规范和
劝慰，而是为了拓宽和澄清我们的心智，使我们的抱负和渴
望能够被认识并明白。禅修的核心是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
心静则思考清晰，思想清晰，我们才会愈加接近佛教的殊胜
境界。禅修是我们安排和规范日常生活的有力方法，帮助我
们心安和谐，认识到无常和离苦得乐的更高级成就。只有通
过禅修的方法，才能更好地领会和践行佛陀的智慧。

第四段：价值观感受

星云大师的金刚经心得让我们深受启发，认识到什么才是最
重要的。生命中其实最值得重视的是智慧，要将智慧作为人
生的主题和追求，才能真正意义上的富贵与美好。在星云大
师的指引下，我们认识到贪瞋痴执是离真理最远的因素，也
知道人生的真正自由和有意义的方向。相比起其他利益和领
土、威望相比，得到智慧和解脱的果实更为珍贵。随着星云
大师的金刚经心得的指点，我们可以更加坚定心智，迈向卓
越的生命，让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第五段：总结

总的来说，星云大师的金刚经心得是对我们生活的一个宝贵
的依靠。习得了他的教导，我们可以走向真理、智慧的路上，
找寻真正的快乐和内心的平静。于是，我们就能够拥有真正
意义上的富贵和美好，发现更高的境界并迈向更优秀的人生。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可以找到自己内心的真谛，认识到人
生最深处的真正价值。这个道路虽然崎岖，但是我们从中真
正认识了生活的真意义，也就可以减轻人生的痛苦，并且保
持对它更深刻的理解。

金刚经鬼害怕篇八

第一品法会因由分



第二品善现启请分

这时名叫须菩提的长老，从众比丘中离座站起来，右肩袒露，
右膝着地，合上手掌十分恭敬地对佛说：“举世稀有的世尊
啊，(佛)您要求各位菩萨好好守护住自己的心念，要求各位
菩萨常常警示自己。世尊啊，那些善男善女如果也想修成至
高无上的平等觉悟之心而成佛，那您说怎样才能守住心念，
才能排除邪念的干扰呢?”佛回答道：“好啊好啊，问得好!
须菩提，就像你所说的，佛要求各位菩萨好好守护自己的心
念，常常警示自己。现在你认真听着，我来告诉你。善男善
女想修成至高无上的平等觉悟之心而成佛，应该像这样守护
心念，像这样排除邪念干扰。”须菩提说：“我正在认真听
着，世尊，我很愿意听您再讲下去。”

第三品大乘上宗分

佛告诉须菩提：“诸位菩萨，大菩萨，应该像这样排除邪念
的干扰。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如卵生的，胎生的，潮湿之处
腐烂而生的，其他物质幻化而成的，有形的，无形的，有思
想的，无思想的，没排除杂念的，排除了杂念的，我都使他
们灭度而入无余涅槃的境界。虽然我灭度了无量、无数、无
边的众生，而实质上众生没有被我灭度。”“这是什么缘故
呢?”“菩提，如果菩萨心中还有自我相状，他人相状，众生
相状，长生不老者相状，那就不是真正的菩萨。”

第四品妙行无住分

“再说，须菩提，菩萨修行佛法，应该是无所执著，无所布
施。也就是说布施而离开布施相，不要执著于声音、香气、
味道、触摸、意识的布施。须菩提，菩萨应该这样布施，不
要执著于表相的布施。”“这是什么缘故?”“如果菩萨不执
著于表相作布施，他所得到的福德就大得不可思量。须菩提，
你意下觉得如何?单是东方的虚空有多大?你能思量得出来
吗?”“不可思量，世尊。”“须菩提，南方、西方、北方，



上方，下方虚空广阔，你能思量出有多大吗?”“不可思量，
世尊。”“须菩提，菩萨不执著于表相作布施，他的福德也
像这样大得不可思量。须菩提，初发菩提心的菩萨只能按我
教你的方法来修行。”

第五品如理实见分

“须菩提，你认为可以凭佛的身相来见如来否?”“不可，世
尊。不可以身相来见如来。”“为什么呢?”“因为佛所说的
身相，也就是非身相。”佛告诉须菩提：“凡是一切有形有
相的身相，都是虚妄不真的。如果能把各种身相都看成非身
相，你就见到如来的法身了。”

第六品正信希有分

须菩提对佛说：“世尊，如众生听到佛刚才所讲的道理，那
他们还能信佛吗?”佛告诉须菩提说：“不要这样说。我寂灭
后，过五百年将有修持佛法成正果的，对我刚才说的道理能
理解，他们会认为此理真实可信。应当知道，这些人不是从
一个佛、两个佛、三四五个佛那儿来培植自己的善性的，而
是从无数个佛那儿来修行种善根，他们闻说我刚才所讲的道
理，将在一念之间产生空灵洁净的信念来。须菩提，我全都
能知能见，这些众生能修得不可估量的福德。”“为什么
呢?”“这些人不再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四种错
误想法，他们心中没有佛法的表相，也没有非佛法的表相，
没有任何惦念了。”“那又是什么原因呢?”“这些人如心中
存有相状，那就会执著于自我的相状，他人的相状，众生的
相状，长寿者的相状;如心中有佛法的相状，也就会执著于自
我、他人、众生、寿者的相状。”“这又是为什么呢?”“如
果心中有没有佛法的表相，就会执著于自我、他人、众生、
寿者。因此，我们既不应该执迷于佛法的表相，也不执迷于
没有佛法的表相，不要有任何惦念。因为这个原因，我常说
你们这些比丘，应知道我所说的法，就如同渡河的木筏，过
河上岸后就不用惦记它了。对佛法尚且都该这样不要执著，



何况对于非佛法呢!”

第七品无得无说分

“须菩提，我再问你，我已修得至高无上的平等觉悟而成佛
了吗?我说过法吗?”须菩提说：“如按我对佛所说意思的理
解，本来就没有至高无上、大彻大悟大智慧之法，您也没有
给我们讲过什么固定的法。”“为何这样说呢?”“您所说的
法，都不能固持，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既不是法，又不是非
法。”“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所有的圣贤都认为没有固
定的法，只有各人理解不同而存在差别的法。”

第八品依法出生分

“须菩提，你再想想!倘若有人将三个大千世界的七宝用来布
施，此人所获的福德是否很多?”须菩提回答道：“相当多，
世尊。”“原因何在?”“因为这种福德是有相布施，并不是
自性的智慧福德。”“因此我说那人能获得的福德多，但只
是一个相，而非福德性。如还有人能理解我说的《金刚经》，
用心修持，甚至反复念诵四句偈语等，给他人说法，那么他
所获得的福德就会超过布施七宝的人。”“这是什么原因
呢?”“须菩提，一切的佛，以及所有佛的至高无上、大彻大
悟的`智慧佛法，都是从我所讲的经中产生出来的。须菩提，
所谓佛法，也就是没有佛法。”

第九品一相无相分

“须菩提，我再问你，初果须陀洹的圣人能认为自己已修得
须陀洹果了吗?”须菩提说：“不能的，世尊。”“为什
么?”“因为须陀洹这个果位叫入流，然而却无所入，他不被
色、声、香、味、触、法所惑，这是一个须陀洹的名字，而
没有须陀洹的实体。”“须菩提，你再想想，二果斯陀含可
作这样的念头：我已得到斯陀含的果位吗?”须菩提说：“不
可以，世尊。”“为什么?”“斯陀含具名为‘一往来’，然



而实无往来，因此这只是斯陀含的名字。”“须菩提，你再
想想，阿那含能有这样的念头：我已获得阿那含的正果而达
到无来的境界吗?”须菩提答道：“不能，世尊。”“为什
么?”“阿那含虽然名为不来，说是不需轮回，而实际上佛法
无来无不来，因此阿那含只是有个无来的空名。”“须菩提，
我再问你，阿罗汉能认为自己已经修行到达不再生死轮回这
种境界吗?”须菩提说：“不能这样认为，世尊。”“为什么
呢?”“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法是永恒不变的，因此阿罗汉也
只是个名称。世尊，阿罗汉认为自己已修成了阿罗汉道，那
他就有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世尊，您曾说我已
达到没有胜负心、斗争心的境界，这是人的最高境界，是超
出欲界最高境界的阿罗汉。世尊，我倘若有这种心念：“我
已修到了无争的阿罗汉境界。”您就不会说我已是达到一切
无争境界的人了，因为我实际上什么也没修，只是得了个须
菩提，是无争之人的名义而已。”

第十品庄严净土分

佛对须菩提说：“你想想，我当初在然灯佛那里，佛法上有
所修得了没有?”“没有，您在然灯佛处并未修得什么佛
法。”“须菩提，我再问你，菩萨用其功德来庄严佛土
吗?”“没有，世尊。”“为什么呢?”“说是庄严佛土，就
是不庄严，是叫做庄严。”“因此，须菩提，各位菩萨摩诃
萨，应该像这样修得清净心，不应当固持声、色、香、味、
触、法而生成心念。应该无所执著而生成空灵洁净的心念。
须菩提，比方说有个人，身体像须弥山那样高大，你想想，
这身体高大不高大?”须菩提答道：“很大，世尊。”“为什
么这样说呢?”“佛说的非身就是法身，没有边际，那才是大
身。”

第十一品无为福胜分

“须菩提，就如恒河中有无数沙粒，每一粒沙再做一条恒河。
你想想，恒河中所有的沙粒加起来多不多?”须菩提说：“很



多，世尊。”“只算恒河，尚且多得无法计算，更何况河中
的沙粒呢!须菩提，我现在实话告诉你：如果有善男善女用可
填满你所住的像恒河沙粒那样多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布
施，他们所得到的福德多不多呢?”须菩提回答说：“很多，
世尊。”佛告诉须菩提：“假如善男善女在这部《金刚经》
里，不要说讲全部经文，甚至只领受执持四句偈语等，给他
人解说，这样所获的福德，就比用那么多的七宝来布施所获
福德要多。”

第十二品尊重正教分

接着，佛又说：“须菩提，如人们随时随地解说这部《金刚
经》，甚而至于仅只念诵四句偈语等，应当知道这个地方，
所有一切的人和阿修罗，都应当像供养佛塔庙宇一样供养这
个地方。何况有人能诵读并领受修持这部经!须菩提，应当知
道，此人成就了最高的、第一的、最罕见的佛法。如果有这
部经典所在的地方，就是有佛的地方，就是有佛最尊贵的弟
子的地方。”

第十三品如法受持分

此时，须菩提问佛道：“世尊，应当叫这部经一个什么名字
呢?我们这些人该如何供奉、修持此经呢?”佛告诉须菩
提：“这部经名叫《金刚般若波罗蜜》。就凭这个名字，你
们都应供奉、修持。”“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须菩提，
佛说的般若波罗蜜，要按真谛来讲，就不是般若波罗蜜，只
是个假名而已。须菩提，我再问你，我讲过法没有?”须菩提
对佛说：“世尊，如来没有说。”“须菩提，你想想，三千
大千世界所有的微尘，是多还是不多?”须菩提道：“很多，
世尊。”“须菩提，各种微尘，我说不是微尘，只是假借个
名称;我说世界就是非世界，只是取个名叫世界。须菩提，你
再想想，你能凭借佛的三十二相来认识佛的本性吗?”“不能，
世尊。我不能凭佛的三十二相来认识佛的本性。”“为什么
呢?”“因为您说三十二相就是非法身相，是叫做三十二



相。”“须菩提，倘若有善男善女用如恒河沙粒那样多的身
体、生命来布施，又另有一人坚持修这部《金刚经》，甚至
只念四句偈语之类，给别人讲解经文，那么他的福报功德就
比前面的善男善女的功德还要多。”

第十四品离相寂灭分

这时，须菩提听佛解说《金刚经》，深深解悟了佛法的义理
和境界，泪流满面十分悲伤地对佛说：“真是难得的经文啊!
世尊，您解说像这样深刻的经文，我自从修得慧眼以来，从
来没有听说过如此经文。世尊，如再有人能听到这经文，信
仰此经并带着洁净的心念，就能认识本相，(因此)当知道这
个人，成就了第一的、罕见的功德。世尊，这本相，就是非
相，因此佛说它只是取名为本相。世尊，我现在有机会听这
部经典的讲义，由信仰佛法，到解悟义理，再修行，最后印
证得果也就不困难了。如有来世，五百年后，有众生听说此
经，也会信仰、解悟、修持、得果，这人也就成为第一、罕
见的。”

“什么道理呢?”“因为此人已没有了自我的相状，没有了他
人的相状，没有了众生的相状，没有了长寿者的相
状。”“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相就是非相、他人相、
众生相、长寿者相，就是非相。”“那又怎么说呢?”“脱离
了所有的相，就叫做佛。”佛告诉须菩提：“是这样，是这
样!如再有人听说此经，不惊奇，不恐怖，不害怕，应知此人，
是相当稀罕的人。”“为什么呢?”“须菩提，您说第一波罗
蜜，就是非第一波罗蜜，只是名为第一波罗蜜。须菩提，那
忍辱波罗蜜，佛说也就是非忍辱波罗蜜，只是名为忍辱波罗
蜜。”“原因何在?”“须菩提，比如当初我被歌利王割截身
体一事，就是因为我当时已没有了我相，没有了他人相，没
有了众生相和长寿者相。”“这又怎么说呢?”

“我当时被歌利王一节节肢解时，倘若有自我的相状、他人
的相状、众生的相状、长生不老者的相状，那就必定会生愤



恨之情。须菩提，再回想过去，在五百年前我当忍辱仙人时，
那时，我就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因此，须菩提，
菩萨应脱离所有的相，修成至高无上、大彻大悟的大智慧，
不应执著于一切外相而生成心念，应生成无所挂念的心念。
如心中惦念着什么，就为没有守护好心念。因此佛说菩萨心
中不应该执著于表相的布施。须菩提，菩萨为有利于一切众
生而不那样布施。佛说所有的相也即非相，一切众生也即非
众生。须菩提，我是说真话的人，说实话的人，爱打比方的
人，不说谎话的人，不说怪话的人。须菩提，佛所得之法，
是无实也无虚之法。须菩提，倘若菩萨心中执著于佛法而来
布施，就好比一个人走进了黑暗之处，就什么也看不见。倘
若菩萨的心中不执著于佛法而来布施，就好比人有眼睛，明
明亮亮像太阳朗照，能看清一切。须菩提，未来之时，若有
善男善女，能受持、诵读这部经，他就将是佛。我就能凭佛
的智慧，完全了解此人的修行，完全能看到他将来一定会修
得无边无量的功德。”

第十五品持经功德分

金刚经鬼害怕篇九

【每日至少应读经一遍】

一方面，缮写读诵等属十大法行，另一方面，此经主要宣说
般若空性的甚深意义，受持此经与修持空性功德等无差别。
麦彭仁波切在《智者入门》中云：“世间最大的三种功德是
发菩提心，宣说大乘佛法，观想空性。”因此具善缘者应常
观想，闻思此经，至少应每日读一遍，若时间有限诵一偈亦
可。

【若时间有限可诵一偈】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
观。”……此偈概括了这部经的全部内涵，若无时间修持此



经念诵全经，可仅念诵此偈。

【念皈依、发心、回向】(见附录)

在念诵本经前，首先应念三遍或一遍皈依，最好是三遍，然
后念四无量心。念完全部经文最后回向，藏传佛教仪轨中都
有皈依发心回向。这样具足了三殊胜，功德很大。

【应常为他人演说此经】

念诵、受持为人演说经中四句偈，如：“一切有为法，如梦
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其功德已胜过广大财
布施的功德，何况全经如此行持呢?极力修学此经者，若如理
受持、通达此经，机缘具足时应常为他人演说。现在自身具
有本经的传承，又有所化的众生，应至力广弘此经，否则浪
费光阴，错过机缘只有扼腕大叹。

麦彭仁波切云：“若无有闻思修的能力，得到人身还是应当
每天持诵一个具有传承上师加持的金刚语，这样可得到殊胜
功德。”世人认为供养上师一条哈达或一百元钱功德很大，
而沾沾自喜。从一方面看，这样供养确实有功德，但另一方
面，真正发菩提心观修空性，为他人传法解经，功德更大。
有志者应勇于荷担如来家业，在汉地广弘般若空性法门，使
不信佛教道理者皈依佛门，懂一偈为人讲说都会成就自他利
益，否则通晓佛法的人不弘扬佛法，而像阿罗汉一样入灭定，
这并不合理。

【应方便演说四句偈义】

若确实不具备地点时间等因缘传讲全经，可以仅为别人演说
四句偈义。一般人没有足够的时间财力等福报作广大的财布
施，但演说一偈既不需很长时间，文字又通俗易懂便于接受，
只需发一个清净心即可同时成办自他二利，这无疑是最好的
积累资粮的方式。



【附录】

藏传佛教仪轨中的若干皈依、发心、回向

皈依

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

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

我以所修施等诸资粮，

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三遍)

念四无量心：

愿诸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因;

愿诸众生永离众苦及众苦因;

愿诸众生永具无苦之乐、我心怡悦;

愿诸众生远离贪嗔之心、住平等舍。

回向：

可以念任何一位佛菩萨或圣者祖师所作的回向文。

最好是念《普贤行愿品》。

若时间不足可只念：

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
一切常修学;



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
普贤殊胜行。

或念：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

或念：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等等都可以。

拓展阅读：《金刚经》的三种境界

《金刚经》中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
心”等等,那个“住”字,我也理解为执著。因为“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所以“三心”都不可得。在这种状态下,你就有
可能找到真心。当然,一定要多亲近善知识。没有善知识的点
拨,你就会错过认知真心的机会。

诵经的目的主要在于体悟“三心不可得”的那种状态,并在日
常中保持如如不动的真心。诵读《金刚经》容易犯两种毛病:
一是理上明白了,但体悟上没达到那种境界;二是座上修时可
以安住真心,但是不能把那种状态贯穿到生活中去。

如何将那种状态贯穿到生活中去呢?就是记住《金刚经》中的
三种境界,精进修行,见到真心后,在行住坐卧中,让真心生起
妙用。

第一,要明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
是观。”因为一切眼前的东西都像梦幻泡影一样,很快就会消
失,它们都是因缘聚合之物。比如我和你今天见面了,过几天
你就走了,虽然看上去有这个现象,但它本性是空的,不是永恒
不变的。你一离开,这眼前的场景就消失了,像梦一样,不会永
恒的。再比如,这所房子,你看起来很坚固,但大地震之后,城
市都被毁掉了,可别提这楼房,即使不毁,几十年之后它也会被
拆掉重修。所以一切都没有自性,都了不可得,那么就不要执



著它。这是第一个境界。

第二个境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住”就是执著心中的
念头。“无所住”就是任其来者自来,去者自去,不跟念头走。
“生其心”就是真心的妙用。真心不是顽空,而是智慧。只有
空而没有智慧,就不可能解脱,还有可能会堕入无色界。所以,
要在真心的观照下做事,用行为去体现那颗真心。

最后一个境界:“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著我、
人、众生、寿者。”如果行者说“我证得了大手印”,那么他
还执著于自己证得的那个东西,就没有真正成就,因为最后的
一关还没有过。

要把你证得的那个名相也抛掉,不要执著。换句话说就是,当
你将空性打成一片的时候,如果你还执著于那个空性,就是著
法、著相。这是你的另一种执著,像给自己捆上了另外一道绳
子。只有一切都不执著时,才是究竟解脱,有执著必无解脱。
当你证得了大手印,而执著于大手印的“明”时,就堕入色界;
执著于空性,就堕入无色界;执著于大乐,就会堕入欲界。真心
是超越一切名相的。

所以说,《金刚经》是了义的经典,当你不但道理上明白其中
的这三种境界,身体上也能体验到这三种境界的时候,也就解
脱了。不过还有人说,《金刚经》太深奥,不适合现代人的根
器。

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修炼之法相当于药,有多少种烦恼就有多
少种对治的.方法,你不能说只有这种法才能对治烦恼,其他的
就不能。比如,你不能说六味地黄丸是个好药,但不适合现在
的人吃。同样的道理,既然有这种法,就肯定会适合一些人的
根器。

还有一些修行人总爱在事相上打转,总是讲一些诸如弹酒的时
候要在什么位置,打坐的时候眼睛要看着哪里,是前面一尺,还



是更远之类的东西。其实,酒往哪儿弹都能证得空性,因为无
论你怎么弹,心中的那个东西是不会变的。要明白如何见性,
如何解脱,这才是关键。

有一天,有几个老太太来找我,她们把世间的一切都抛下了,什
么都不要了,修行了很多年。我问她们:“你们修的是什么?”
她们说不知道。我又问:“你们知道自己修行的目的是什么
吗?”她们也说不知道。我再问:“没有人给你们讲过吗?”她
们说:“没有。”像她们这样的人有许许多多,有些人已经没
信心了,有些人已经死了,死时他们仍然不知道自己在修什么,
该怎么修。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如果我再沉默的话,就对不起
这些人。后来,我才开始接触了一些人,告诉了他们解脱的真
正含义是什么,修行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才
能解脱,等等。

单纯只在形式上修炼是绝对解脱不了的,比如水的颜色不是水
的本质,水的本质是另外的东西。如果仅仅在形式上玩弄一些
技巧,肯定是不可能解脱的。

金刚经鬼害怕篇十

一：在你贫穷的时候，那你就用身体去布施，譬如说扫地洒
水搬东西等，这也是种布施。

二：别说别人可怜，自我更可怜，自我修行又如何？自我又
懂得人生多少？

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金
刚经

四：今日的执著，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五：认识自我，降伏自我，改变自我，才能改变别人



六：不好浪费你的性命在你务必会后悔的地方上。出

七：人不是坏的，只是习气罢了，每个人都有习气，只是深
浅不样罢了。只要他有向道的心，能原谅的就原谅他，不好
把他看做是坏人。

八：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电亦如露。应作如是观。

九：得不到的东西，咱们会向以为他是完美的，那是正因你
对他了解太少，没有时刻与他相处在齐。当有天，你深入了
解后，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像中的那么完美。

十：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那样貌你会很痛苦。

十一：自以为拥有财富的人，其实是被财富所拥有。

十二：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那他就永远不会心
安理得。

十三：活着天，就是有福气，就该珍惜。当我哭泣我没有鞋
子穿的时候，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十四：你认命比抱怨还要好，对于不可改变的事实，你除了
认命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十五：当你烦恼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你自我，这切都是假的，
你烦恼什么？

十七：不好太肯定自我的看法，这样貌比较少后悔。

十八：归元性无，方便有多门。——《楞严经》卷

十九：佛菩萨只保佑那些肯帮忙自我的人。

二十：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痛苦的，没有例外的。



二十一：内心充满忌妒，心中不坦白，言语不正的人，不能
算是位官端正的人。

二十二：多分心力去注意别人，就少分心力反省自我，你懂
吗？

二十三：说句谎话，要编造句谎话来弥补，何苦呢？

二十四：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那是种无形的布施。

二十五：如果你不给自我烦恼，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正因你自我的内心，你放不下。

二十六：学佛是对自我的良心交待，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二十七：多少人要离开这个世间时，都会说出同句话，这世
界真是无奈与凄凉啊！

二十八：人之因此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二十九：内心没有分别心，就是真正的苦行。

三十：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_痴，从身语意之所生，
切我今皆忏悔。

三十一：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
灭。——《杂阿含经》

三十二：眼睛不好老是睁得那么大，我且问你，年以后，那
样是你的。

三十三：若人造重罪，作已深自责；忏悔更不造，能拔根本
业。

三十四：你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



三十五：广结众缘，就是不好去伤害任何个人。

三十七：原谅别人，就是给自我心中留下空间，以便回旋。

三十八：能为别人设想的人，永远不寂寞。

三十九：与人相处之道，在于无限的容忍。

四十：为了赞美而去修行，有如被践踏的香花美草。

四十一：沈默是毁谤最好的答覆。

四十二：世间的人要对法律负职责。修行的人要对因果负职
责。

四十三：永远不好浪费你的分秒，去想任何你不钟爱的人。

四十四：在顺境中修行，永远不能成佛。

四十五：当你愉悦时，你要想，这愉悦不是永恒的.。当你痛
苦时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的。

四十六：多讲点笑话，以幽默的态度处事，这样貌日子会好
过点。

四十七：对人恭敬，就是在庄严你自我。

四十八：白白的过天，无所事事，就像犯了窃盗罪样。

四十九：承认自我的伟大，就是认同自我的愚疑。

五十：当你知道迷惑时，并不可怜，当你不知道迷惑时，才
是最可怜的。

五十一：好好的管教你自我，不好管别人。



五十二：恋爱不是慈善事业，不能随便施舍的。感情是没有
公式，没有原则，没有道理可循的。但是人们至死都还在执
著与追求。

五十三：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五十四：当你劝告别人时，若不顾及别人的自尊心，那么再
好的言语都没有用的。

五十五：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无药可救。

五十六：随缘不是得过且过，因循苟且，而是尽人事听天命。

五十七：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我缺点的人，是可耻的。

五十八：这个世间只有圆滑，没有圆满的。

五十九：与其说是别人让你痛苦，不如说自我的修养不够。

六十：不宽恕众生，不原谅众生，是苦了你自我。

六十一：修行就是修正自我错误的观念。

六十二：情执是苦恼的原因，放下情执，你才能得到自在。

六十三：不洗澡的人，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名声与尊贵，
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有德自然香。

六十四：憎恨别人对自我是种很大的损失。

六十五：夸奖咱们，赞叹咱们的，这都不是名师。会讲咱们，
指示咱们的，这才是善知识，有了他们咱们才会进步。

六十六：能够把自我压得低低的，那才是真正的尊贵。



六十七：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

六十八：仇恨永远不能化解仇恨，只有慈悲才能化解仇恨，
这是永恒的至理。

六十九：你永远要宽恕众生，不论他有多坏，甚至他伤害过
你，你务必要放下，才能得到真正的愉悦。

七十：每种创伤，都是种成熟。

七十一：修行要有耐性，要能甘于淡泊，乐于寂寞。

七十二：你能够拥有爱，但不好执著，正因分离是必然的。

七十三：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
说。——《造塔功德经》

七十四：狂妄的人有救，自卑的人没有救。

七十六：切行无常，生者必有尽，不生则不死，此灭最为乐。
——《增阿含经》

七十七：不好在你的智慧中夹杂着傲慢。不好使你的谦虚心
缺乏智慧。

七十八：同样的瓶子，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同样的心理，
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

七十九：当你对自我诚实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
了你。

八十：与其你去排斥它已成的事实，你不如去明白它，这个
叫做认命。

八十一：毁灭人只要句话，培植个人却要千句话，请你多口



下留情。


